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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高初中语文阅读教学有效性策略 
◆曾帏琳 

（广西河池市宜州区屏南中学  546303） 

 
摘要：怎样提高阅读教学有效性是语文教育领域永恒探索的话题。面对

已经步入初中的学生，他们需要构建起更加丰富的知识体系，在阅读学

习中得到更多收获，教师在不断加大教学强度的同时，也要思考自己的

教学是否“有效”。对于提高初中语文阅读教学有效性的策略，本文提出

了几点拙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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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： 
有效的阅读教学是需要在知识、技能与素质三方面共同体现

作用的。显然对于这一点，教师在过去的教学中还未做足工作。
如今，有关阅读教学方法的研究越来越深入，但在层出不穷的新
方法下，如何筛选出最适合自己，适合学生以及实际学情的策略，
灵活的改革，把握住教学的重心，仍然是一个重要问题。下面是
笔者依据自身经验总结的几点阅读教学策略。 

一、扮演好“引导者”的角色 
无论阅读教学方法怎样改革，无法改变的是教师与学生在课

堂上的地位与作用。教师是学生的引导者，学生是课堂上的主体，
这一点在新课程标准中进行了明确强调。那么在课堂中，教师就
要将这一要求落实到位，发挥自我的牵引作用，始终以学生为中
心来设计自主化的学习任务。那么引导要从哪些方面入手呢？盲
目的提出问题毫无意义，要抓住文章的关键点，设计出触及到核
心的问题，引领学生的思维。 

如教学《变色龙》一文，通过阅读，在学生了解了“变色龙”
的本意和小说的人物及故事梗概之后，我让学生静思片刻，提出
疑难。就有学生提出：“‘变色龙’是不是比喻‘奥楚蔑洛夫’？
如果是，那么，他是怎样‘变’的呢？”这就是一个关键问题。
顺势引领学生抓住“变”字，大做文章，展开讨论：奥楚蔑洛夫
“变”了几次？分别是在什么情况下“变”的？又是怎样“变”
的？他“变”的原因是什么？他这样善“变”说明了什么？牵住
了“变”这个问题，就牵住了全文要解决的一些主要问题——奥
楚蔑洛夫的性格特征，底层人物赫留金的命运，造成奥楚蔑洛夫
善“变”的社会根源等问题都迎刃而解了[1]。 

二、应用多媒体信息技术 
在阅读教学中，还有一个问题长期困扰着教师，那就是如何

调动起学生的真情实感。面对课本中由文字构建起的篇章，学生
们只能从审视的角度来学习，代入感不强，最终对文章情感的理
解也不深入，这是影响阅读教学效果的一个主要因素。对此，我
认为教师要致力于营造浓浓的课堂教学氛围，将学生的情感调动
起来。多媒体无疑是帮助教师达成这一目标不可缺少的工具。它
借助声音和画面，使文章描述的内容立体化，让学生们置身于其
中，获得了真实的感受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教师无需多言，教学水
到渠成。 

例如，在对《三峡》进行教学之前，教师为学生展示出有关
三峡的具体风光和雄奇壮丽的山巅风景，使学生在看过第一眼之
后就对其产生无限的向往，尤其是那种“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
已过万重山”的情景，泛舟江水上，倾听古人心，将学生带入到
三峡的具体情景中去，仿佛身临其境一般，就像是学生本人站在
轻舟之上，仰头高歌，两岸猿猴的叫声就是大自然对其由衷的回
馈，而自己虔诚的学习态度就可以被看成对大自然神奇之处无言
的赞美。通过这样的氛围渲染，学生能够更用心去体会，体会到
一些通过朗读和教师的讲解无法理解的情感，从而产生共鸣，与
古人同声。   

三、课程后进行回顾拓展  
每一篇文章就像一杯香茗，重要的不是品茶的瞬间，而是喝

茶之后对茶水香气的回味[2]。教材中每一篇文章都是知识的精髓，
需要我们深深去品味。因此，阅读教学不能停留于当前课堂上，
更不能简单的一掠而过，要不断的重复去鉴赏、深思，逐渐领悟

出知识之间的联系与情感的韵味。教师在讲解完每一篇文章之后
都应当对文章进行相关知识的拓展练习。拓展的形式有很多种，
包括复习性拓展和延伸性拓展。复习性拓展中教师主要是针对已
经学习的知识进行拓展学习，比如在学习《故乡》时对《少年闰
土》进行复习性拓展，主要是通过联想记忆，将知识整合到一起。
最为重要的就是延伸性拓展，延伸性拓展是针对已经学习的文章
之后，对作者的写作思想、写作主题以及作者的相关作品进行一
定的知识拓展。 

四、教会学生学习方法 
提高阅读教学有效性的最后一步就在于学生的自主学习。教

师无法陪伴学生终身，教会他们学习的方法才是硬道理，这样也
能使他们在课前课后的学习更加有效，学习效率更高，课堂上做
到“一点即破”。 

一是精读法。精读就是逐字逐句地仔细阅读分析，充分地理
解文章内容，并从文章中捕捉信息。精读的要求有以下几个：理
解字、词、句、段的深层含义，理解文章的主要内容，理解文章
在遣词造句上的特点。  

对文章中的重点字词句应让学生反复品味，才能体会其中的
含义。对于那些比较难懂的句子，可以根据写作背景去理解，也
可以根据全文的主题去理解。如：《藤野先生》这篇散文写“清
国留学生”头上的辫子有两种情形：其一是盘着，顶得很高；其
二是解散辫子，盘得平的。这句话比较难理解。教师让学生了解
在当时男士不留辫子会被认为是“大逆不道”这一社会背景，学
生就能理解这句话的含义了，即体现了他们既要跟时尚，又要表
示对清王朝的忠心，也表达了作者对他们的不学无术的不满和无
比厌恶之情[3]。  

第二，遵循“联系上下文”和“首尾呼应”的原则。在文章
阅读的过程中，要特别留意文章中的过渡性语句与段落，要联系
上下文进行比较分析，以便把握该句的意思，理解其在文中的重
要作用。例如，《背影》中四次提到了父亲的“背影”，而每次的
环境都不一样，但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却是一脉相承的。第
一次是出现是在文章的开头，开门见山式点题“背影”。第二次
是在火车站送别父亲的场景中，作者用细腻的笔法对父亲的“背
影”进行了具体的描绘，这是写作的重点。父亲步伐蹒跚地爬过
铁道为儿子买橘子的一幕深刻表达了父亲对儿子那种深厚无私
的爱；儿子感动得热泪盈眶便是作者的真情实感。第三次是父亲
和儿子告别后，儿子眼望着父亲的“背影”消失在茫茫人群中，
离别之时，催人泪下。第四次便是在文章的结尾，儿子阅读父亲
的来信，在盈盈泪光中再次浮现了父亲的“背影”，此处与文章
开头呼应，紧扣主题，升华了作者的感情。  

五、结语 
综上所述，提高初中语文阅读教学有效性，就要重视学生的

主体地位，了解学生的认知水平，根据学生实际情况，带领学生
一起真正走进文本，感受语言的魅力，体会作者的情感，促进学
生、教师、文本三者之间的对话；进行有效阅读拓展延伸，培养
语文综合素质。如果在阅读教学中切实做到了这几点，那么，读
本中的内容就易于渗透到学生的思维、体验、能力中，进行整合
和内化，使学生不断开阔视野，获得现代所需要的语文实践能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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